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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1月 25日，北京冬奥会中国代表团
各项目国家队正在陆续对参赛队员名单进
行最后确认。记者从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
中心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了解到，目前辽宁仍
有 17 名运动员在各项目国家队备战北京冬
奥会。

目前，辽宁运动员分布在自由式滑雪、
单板滑雪、冬季两项、速度滑冰等 7 个项目
中。其中，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人数最
多，共有徐梦桃、邵琪、贾宗洋、王心迪、杨龙
啸5人。速度滑冰项目有韩梅、杨涛两人，单
板滑雪U型场地有谷奥、范校兵两人。据了
解，在一些项目中，如果东道主队员没有在
资格赛中拿到达标积分，那么东道主选手可
以申请“外卡”，经过协会批准后，仍然可以
参加冬奥会。

除了运动员外，目前还有35名辽宁籍教
练员及辅助工作人员随各支国家队备战北
京冬奥会。裁判员方面，辽宁将有 190 名裁
判参加北京冬奥会执裁，实现了全部大项裁

判工作的全覆盖。辽宁省体育事业发展中
心冬季运动管理中心主任王冬介绍说：“目
前，北京冬奥会的辽宁运动员参赛人数、参
赛项数已经创造了我省冰雪健儿征战冬奥
会的新纪录。辽宁运动员、教练员及裁判员
的参与人数、项目数均排在国内各地区前
列，展现了‘辽宁冰雪力量’，彰显了辽宁冰
雪运动的巨大进步。”

绽放冰雪激情，点燃冬奥梦想。我国在
冬奥会雪上项目共获得12枚奖牌，其中1金
6 银 3 铜共 10 枚奖牌出自辽宁。本届冬奥
会，辽宁的重点项目仍然是自由式滑雪空
中技巧，运动员徐梦桃、贾宗洋、王心迪将
向金牌发起冲击。此外，单板 U 型场地技
巧谷奥、速度滑冰运动员韩梅、冬季两项运
动员程方明、越野滑雪运动员陈爽、雪车运
动员孙楷智等重点运动员，也有望实现突
破，创造惊喜。

空中技巧“四朝元老”在坚守

四届冬奥会，徐梦桃和贾宗洋都从不满
20 岁的年轻小将变身冬奥会赛场的“四朝
元老”。

空中技巧是我国传统的冬季优势项目，
但本赛季开始前，国家集训队面临着较大
的积分压力，在其他队伍已经参加了 8 站奥
运积分赛的情况下，从 0积分开始向冬奥门
票发起冲击的。但这个项目偶然性较大，因
而本赛季这6站世界杯的每一站成绩都非常
关键。

尽管面对困难和压力，自由式滑雪空中
技巧国家集训队表现出了较强的战斗力。
在一共参加的 6 站世界杯赛事上，老将徐梦
桃发挥最为稳定，在 6 站比赛中有 4 站登上
了领奖台，拿到了第 2 站和第 5 站比赛的冠
军。男子方面，王心迪压哨夺冠，获得了第
6 站冠军。最终，全队拿下了 7 张冬奥会门
票。

2022年北京冬奥会除了男、女子空中技
巧项目之外，还新增了混合团体项目的比
赛，每个代表队会派出三人参赛。在两次混
合团体赛中，中国队不论老将还是新秀都顶
住了压力，发挥稳定，帮助队伍两次赢得分
量最重的团体金牌，也为参加这个北京冬奥
会新增项目奠定了信心。

备战北京冬奥会，两位已过而立之年的
老将都没有选择放弃，克服种种困难和伤
病，一起在队内承担着“传帮带”的重任。老
将的坚守不易，每一次跳跃背后的付出都是
常人难以想象的。祝福他们够在北京为自
己的职业生涯画上最圆满的句号。

速度滑冰两将能否实现突破

中国速滑队共14人参加北京冬奥会，其
中有韩梅、杨涛两名辽宁队员。两人均参加
了2018年平昌冬奥会，韩梅参加了女子团体
追逐、集体出发的比赛，杨涛参加了男子500
米比赛。

1998 年出生的韩梅最初从练习轮滑开
始体育生涯，11 岁进入沈阳体育学院，2012
年进入国青队。2016年，韩梅获得第十三届
全国冬季运动会速度滑冰青年女子 1500 米
决赛冠军，并以1分59秒04的成绩打破了冰
封近 16 年的全国纪录。4 年前的平昌冬奥
会，韩梅与队友合作，获得速度滑冰女子团
体追逐赛第五名，这是中国队在此项目上取
得的历史性突破。4 年后的北京冬奥会，韩
梅很可能与队友联手，向这个项目的奖牌发
起冲击。

中国速滑队冬奥会名单虽然出炉，不
过，由于国际滑联尚未公布各支队伍参赛配
额的最终分配结果，中国速滑队原定的参赛
名额、参赛席位有可能发生变动，有待最终
确认。北京冬奥会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
产生14枚速度滑冰项目金牌，中国速滑队有
望创造历史最好成绩。

辽宁17名冰雪运动员
备战北京冬奥会

大力发展冰雪运动，辽宁体
育正在实施“三步走”，第一步是
备战北京冬奥会，第二步是申办
全国冬运会，第三步办好辽宁省
青冬会。

辽宁省体育局于2016年成立
冬季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增设编
制、增加投入，自此辽宁省冬季项
目发展驶入快车道，这在全国起到
了非常好的示范效应。经过5年多
的努力，在北京冬奥会备战周期，
辽宁省冬季项目迅速发展、快速崛
起。运动队伍由 100 多人上升到
1000多人，项目布局实现从开展速
度滑冰、自由式滑雪等个别项目到
冬奥会全部7个大项、15个分项的
全覆盖，创造发展冰雪运动的“辽
宁速度”；同时，辽宁以最高的效率
完成组队，以最快的速度打造重点
运动队，以最精准的方式引进高水
平运动员、教练员，以最大的限度
挖掘内部潜力，齐头并进，多措并
举，创造了冬季项目快速出成绩的

“辽宁模式”。
近年来，随着沈阳、大连、抚

顺、本溪、丹东、辽阳等市不断加
大冬季运动项目基础设施投入，
现有场地设施基本满足全国冬运
会主体项目的比赛需求，已经基
本具备承办高水平赛事的条件。
目前，辽宁省拥有室内外滑冰场
60余处，其中室内滑冰场19处(分
布在沈阳、大连、丹东、阜新)，每年
参与滑冰人数达到近 40 万人次。
此外，辽宁省还拥有滑雪场 30 余
个，其中 14 家滑雪场拥有高级雪
道22条。 辽沈晚报记者 王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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